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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监测
’"&%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特征及空间聚集性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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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&2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"山西 太原$"#"""&$ ’2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"
山西 太原$"#""&’$ #2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"北京$&"""’’#

摘$要!目的$分析 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特征%重点探索其空间聚集情况%为科学地开展防控措施提

供依据" 方法$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 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特征%并运用

空间自相关方法研究其空间聚集性" 结果$’"&% 年山西省共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 ’% %’% 例%报告发病率为 %/)0万"

男女性别比为 &/"’ r&%’"‘#( 岁报告病例数最多(’%/.^%% ..&0’% %’%)&农民 (!"/.^%&& ’..0’% %’%)!低龄学生
(&#/’^%# .)’0’% %’%)报告病例数较多" 可疑暴露食品主要为水果类及其制品(’./"^%% ’"%0’% %&()!粮食类及其

制品(&%/(^%! (.#0’% %&()和肉与肉制品(&&/.^%# ’"%0’% %&()" 进食场所以家庭为主(%#/’^%’# !’(0#& (--)" 三

维趋势分析得到的疾病报告发病率总体分布情况为’由北向南逐渐升高%由西向东缓慢下降%与报告发病率分布图

所呈现的结果一致" 食源性疾病报告发病率呈空间正相关%高,高聚集地区为浮山县!隰县!大宁县!永和县!古县!

吉县" 结论$山西省食源性疾病发病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性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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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$食源性疾病是当今世界上最广泛的公共卫生
问题之一&也是影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因
素/ 我国每年约有 ’ 亿人次罹患食源性疾病 , &- &消
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&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/ 本
研究利用空间分析技术&探讨 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
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空间聚集情况&为山西省科
学.有效地开展食源性疾病防控提供依据/

&$资料与方法
&/&$资料来源

’"&% 年山西省 #)# 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
& "!% 家乡村基层医疗机构通过*食源性疾病监测
报告系统+报告的病例数据/ 该监测系统主要收集
由食品或怀疑由食品引起的感染性.中毒性的就诊
病例&重点对疑似与食品有关的生物性.化学性.有
毒动植物性的感染或中毒性病例进行监测 , ’- /
&/’$方法

通过*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+导出发病时

间为 ’"&% 年 & 月 & 日!’"&% 年 &’ 月 #& 日的病
例数据&整理汇总后分析疾病的三间分布特征/
在对地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时&使用 +F3]<K&"/’
软件绘制疾病报告发病率分布图&运用趋势面方
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/ 利用 WTA:]A9ID&/’/"
软件对食源性疾病报告发病率数据进行空间自相
关分析/

’$结果
’/&$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特征

’"&% 年山西省采集并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
’% %’%条&报告发病率为 %/)0万"’% %’%0#. -&. #(##/
’/&/&$时间特征分析

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各月均有病例报
告&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/ 夏秋季为发病高
峰& % 月 报 告 病 例 数 最 多& 占 &!/%^
"! "%.0’% %’%# && 月报告病例数最少&占 #/"^
"-#%0’% %’%# &见图 &/

图 &$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病例每月分布图
H<;RFA&$N9:G5OBI<KGF<ERG<9: 94499IE9F:AI<KADKAK<: J5D:X<_F9U<:3A<: ’"&%

’/&/’$人群分布特征
’% %’% 例病例中&男性 &# (.- 例&女性 &# %)(

例&男女比为 &/"’ r&’’" ‘#( 岁组报告病例最多&

占总报告病例的 ’%/.^" % ..&0’% %’%# &见表 &/

报告 病 例 以 农 民 最 多&占 总 病 例 数 的 !"/.^
"&& ’..0’% %’% # &其 次 为 低 龄 学 生&占 &#/’^
"# .)’0’% %’%# /
’/&/#$可疑暴露食品种类

报告的 ’% %’% 例病例中有 ’% %&( 例自诉了可
疑暴露食品信息/ 可疑暴露食品中以水果类及其
制品.粮食类及其制品和肉与肉制品居多&分别占
’./"^" % ’"%0’% %&(#. &%/(^" ! (.#0’% %&(#和
&&/.^"# ’"%0’% %&(#&见表 ’/
’/&/!$进食场所分布

共获得进食场所信息 #& (-- 条/ 进食场所以

$$$表 &$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病例年龄,性别分布

QDEOA&$+;A,KAXI<KGF<ERG<9: 94499IE9F:AI<KADKAK

<: J5D:X<_F9U<:3A<: ’"&%
年龄0岁 男"^# 女"^# 合计"^#
p& )-. "!/’# !’’ "#/&# & ""- "#/.#
&‘. ’ &(! "&)/%# & .#! "&&/(# # -’- "&#/-#
%‘&! & &’# "-/"# -"( ")/(# & (#’ "%/"#
&)‘&( .(( ")/"# ..# "!/-# & #.’ "!/(#
’"‘#( # )#- "’)/## ! &’# "#"/"# % ..& "’%/.#
!"‘)( # !-’ "’!/(# # .’( "’./!# % &&& "’)/.#

%." ’ #!. "&./-# ’ !%( "&-/"# ! -’) "&%/!#

合计 &# (.- "&""/"# &# %)( "&""/"# ’% %’% "&""/"#

家庭为主&占 %#/’^"’# !’(0#& (--# &其次为餐饮
服务单位&占 &)/&^"! -&.0#& (--# / 餐饮服务单
位中&可疑进食场所以饭店0酒店最多&占总报告
病例数的 %/)^ " ’ !"(0#& (-- # / 具体情况见
表 #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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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’$’"&% 年山西省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的可疑暴露

食品种类分布
QDEOA’$S<KGF<ERG<9: 94KRKT<3<9RKAXT9KAI 499I KTA3<AK

<: J5D:X<_F9U<:3A<: ’"&%
可疑暴露食品分类 报告病例数"^#

水果类及其制品 % ’"% "’./"#

粮食类及其制品 ! (.# "&%/(#

肉与肉制品 # ’"% "&&/.#

混合食品 # &(( "&&/)#

多种食品 # "&& "&"/(#

蔬菜类及其制品 ’ ’)" "-/&#

乳与乳制品 & "#’ "#/%#

饮料与冷冻饮品类 %)’ "’/%#

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)-( "’/&#

豆与豆制品 !-( "&/-#

蛋与蛋制品 #.’ "&/##

菌类及其制品 &!. ""/)#

酒类及其制品 &#" ""/)#

其他食品 -! ""/##

坚果籽类及其制品 -’ ""/##

特殊膳食用食品"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助食品# %# ""/##

包装饮用水"含桶装水# !% ""/’#

糖果.巧克力.蜂蜜及其制品 #" ""/&#

不明食品 ’& ""/&#

调味品 ’" ""/&#

藻类及其制品 &- ""/&#

油脂类 % ""/"#

合计 ’% %&( "&""/"#

注$可疑暴露食品指在未经流行病学调查确认前&临床医生结合问
诊情况及患者症状体征&上报的可能导致患者发病的食品’肉与肉
制品主要包括家畜肉及其各种加工制品"如驴.火鸡等# &也包括动
物的骨骼肌.腺体和器官"如舌头.肝等#以及肉脯.火腿肠等制品’
混合食品指同一食品中包含多种食材&难以明确具体分类的食品’
多种食品指多种可疑暴露食品&每种可疑暴露食品可以为单一食
品&也可为混合食品’其他食品指难以分为已有类别中任何一类的
食品"如桃胶.蚕蛹等# ’不明食品指由于患者未能准确描述可疑暴
露食品&导致无法准确归类的食品"如剩菜.小食品等# ’油脂类报告
病例数占比为 "/"#^

表 #$’"&% 年山西省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可疑暴露

食品进食场所分布
QDEOA#$S<KGF<ERG<9: 94499IE9F:AI<KADKAKKRKT<3<9RK

AXT9KRFA499I 4AAI<:;TOD3AK<: J5D:X<_F9U<:3A<: ’"&%
可疑暴露食品进食场所 报告病例数"^#

家庭

餐饮服务单位

集体食堂

零售市场

农村宴席
其他
合计

’# !’( "%#/’#

饭店0酒店 ’ !"( "%/)#

食品店 #)- "&/&#

街头食品 & ’.- "!/"#

其他 %-& "’/!#

学校食堂 & &"’ "#/!#

单位食堂 #(! "&/’#

工地食堂 &&! ""/!#

农贸市场 &"& ""/##

超市 #- ""/&#

零售店 &)% ""/)#

其他 &"( ""/##
#&# "&/"#

& !&) "!/!#
#& (-- "&""/"#

’/’$地区分布特征分析
’/’/&$报告发病率分布

应用+F3]<K&"/’中的+F3NDT 模块&以县级行政
区划为空间单元&制作 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报
告发病率分布地图&见图 ’/ 结果显示&安泽县
")./%0万#.大宁县"#)/’0万#.临猗县"’)/.0万#.阳
泉城区"’)/&0万#.永和县"’’/.0万#报告发病率较
高’朔城区 " #/#0万#.忻府区 " ’/(0万#.万柏林区
"’/.0万#.洪洞县"’/’0万#.临县"&/-0万#报告发病
率较低/

图 ’$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报告发病率分布图
H<;RFA’$S<KGF<ERG<9: 94FAT9FGAI <:3<IA:3A94499IE9F:A

I<KADKAK<: J5D:X<_F9U<:3A<: ’"&%

’/’/’$趋势特征分析
运用 +F3]<K&"/’ 软件进行趋势面分析&=.M轴

分别代表各县级行政区划几何中心的经度和纬度&
N轴代表各县级行政区划辖区范围内食源性疾病报
告发病率&见图 #/ 结果显示&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
疾病报告发病率总体分布情况为$由北向南逐渐升
高&由西向东缓慢下降/ 结合报告发病率地图进行
综合分析&提示山西省食源性疾病发病可能存在一
定程度的聚集性/
’/#$空间聚集特征分析
’/#/&$全局自相关

选择*cRAA:+准则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, #- &对食
源性疾病发病情况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/
N9FD:eKLb"/&)- (&<"L#bj"/""- )&Nb#/"!’ "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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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#$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报告发病三维趋势图
H<;RFA#$Q5FAA,I<MA:K<9:DOGFA:I MDT 94FAT9FGAI <:3<IA:3A94499IE9F:AI<KADKAK<: J5D:X<_F9U<:3A<: ’"&%

3b"/"") "&差异有统计学意义/ 结果表明&山西省食
源性疾病发病在整体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聚集性/
’/#/’$局部自相关

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主要以高,高聚集.

低,低聚集为主/ 高,高聚集的地区为浮山县.隰
县.大宁县.永和县.古县.吉县&低,低聚集的地区
为陵川县.代县.原平市.应县.清徐县.长治县&见
图 !/

图 !$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局部空间聚集和统计学差异示意图
H<;RFA!$JLAG35 MDT 94O93DOKTDG<DOD;;FA;DG<9: D:I KGDG<KG<3DO

I<44AFA:3A94499IE9F:AI<KADKAK<: J5D:X<_F9U<:3A<: ’"&%

#$讨论
’"&% 年山西省通过 *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

统+收集到的数据得出的食源性疾病报告发病率为
%/)#0万& 远低于 ?>Y=等 , !- .a>W7等 , )- .陈磊
等 , .-等对食源性疾病发病率的估算结果&漏报率
较高/

山西省食源性疾病发病人群以农民.低龄学
生为主&与其普遍存在食品安全知识认识不足.食

品安全意识淡薄.卫生习惯较差等问题有关 , %,-- &

因此&在农村.学校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
法规的宣教活动&提高人群的食品安全意识非常
重要/ 水果类及其制品.粮食类及其制品和肉与
肉制品分别居于可疑暴露食品前三位&与 ’"&. 年
山西省研究结果 , ’-一致’与 ’"&# 年中国大陆食源
性疾病暴发监测资料分析所得结果 , (-不同 "可疑
暴露食品前四位为毒蘑菇.果蔬类及其制品.肉与
肉制品和粮食类及其制品# &这与山西省居民大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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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食面食且不热衷于采食野生蕈类有关/ 可疑暴
露食品进食场所以家庭为主&与黑龙江省 , &"- .贵州
省 , &&-研究结果一致/ 与 ’"&. 年山西省监测结
果 , ’-比较&集体食堂报告病例数所占比例由 ’/(^
提高至 )/"^"& .&"0#& (--# &其中&学校食堂所占
比例由 &/)^提高至 #/!^" & &"’0#& (--# &提示
山西省应加大对集体食堂&尤其是学校食堂的关
注和监管力度/ 三维趋势分析显示&山西省食源
性疾病报告发病率由北向南逐渐升高&可能与山
西省南北气温差异明显.南部平均气温远高于北
部有关/ 报告发病率由西向东缓慢下降&可能与
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.东部地区经济水平
远好于西部地区有关/

本研究使用 N9FD:eKL统计量进行全局和局部
自相关分析&探讨 ’"&% 年山西省食源性疾病的空
间聚集性/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&食源
性疾病空间分布存在相关性/ 进一步使用局部空
间自相关分析&结果显示&山西省食源性疾病高发
地区主要集中在临汾市所辖县区&提示有关部门
应加大对该聚集区域的食品安全宣传和监管力
度/ 本研究显示&食源性疾病发病的高,高聚集区
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&这与
湖南省研究结果 , &’-相似/ 高,高聚集区所在的大
宁县.隰县.永和县.吉县属于 *吕梁山连片特困
区+ &古县.浮山县在山西省各县区国内生产总值
"]S_#排名靠后/ 一般来说&食源性疾病的发病
仅与食品本身有关/ 经济落后地区食源性疾病发
病率高&可能与其食品加工环节和加工条件相对
简陋.消费者缺乏相关知识.食品安全意识不足
有关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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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食品安全局拟修订啶虫丙醚和嘧菌环胺的最大残留限量
$$’"&( 年 ( 月 &# 日%欧盟食品安全局 (YHJ+)发布消息称%拟修订啶虫丙醚 ( TBF<IDOBO)和嘧菌环胺
(3BTF9I<:<O)的现有最大残留限量(N*C)" 经过评估%欧盟食品安全局得出拟议的残留限量如下’
药品名称 商品名称 现行最大残留限量0(M;0L;) 拟议最大残留限量0(M;0L;)

啶虫丙醚

嘧菌环胺

西红柿 & &/)

甜椒 ’ "/(

茄子 & &/)

大黄 "/"’# ’

注’N*C为最大残留水平%#表示 N*C是在量化极限(CWc)下提出的

$$(来源食品伙伴网%相关链接’5GGT’00:AVK2499IMDGA2:AG0’"&(0"(0)##(")25GMO)


